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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
市、区关于安全生产的工作部
署，梳理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
况，总结提升隐患排查整改，更
新完善危废固废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和危化品综合治理台账资料。
按照市、区安委会相关文件要求
和节点，将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中
各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动态、安
全生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与执法
处罚情况统计表，以及整治任务
项目化管理清单、建立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两份清单”
做到及时收集率 100%，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工作月度考核细则以
及每周小结及时报送率 100%。

主动为企业提供服务。主动
沟通台积电、大吉等企业，做好
业务指导帮扶，解决危废转移处
置难题；积极推进苏全公司危险
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建设，进一步
提高辖区危险废物处置能力。指
导帮助小产废量单位及时变更管

理计划，积极沟通联系处置单位
通过“一车多运”、上门收集以
及行政待处置等方式，帮助小产
废量单位解决危险废物贮存、转
移和处置难题。

积极对接卫健委及南京汇和
处置公司，落实新冠疫情期间隔
离观察点应急转运医疗废弃物事
项，每周汇总核对双方医疗废弃
物清运数量是否匹配，了解隔离
点启停情况并与相关科室信息互
通，加强检查。

严格开展辐射安全许可证核
发、核与辐射专项检查等监管工
作 ， 实 现 涉 源 单 位 检 查 率
100%、射线单位检查率 100%、
辐射源管理达标率 100%。

就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
步调查报告评审会事项，与市局
紧密衔接，以极强的服务意识受
理辖区内每宗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报告，受理完成时间均
优于市局要求。

江浦 生态修复护航“江北明珠”

近年来，江浦街道根据“一河一策”河
道行动工作任务和计划要求，投资近 2 亿
元，先后实施了高旺河、西江中心河、张村
中心河、观桥河、大林泄洪沟、差田泄洪
沟、金色半山沟等河道消除劣五类水环境
整治提升工程，并加强河道长效管护力
度，通过整治和长效管护，河道水环境得
到明显提升和改善。同时实施污水排口
零容忍，结合“263 行动计划”，在高旺河、
张村中心河、西江中心河、观桥河、金色半
山沟、大林泄洪沟、差田泄洪沟、横河等河
道实施消除劣五类水体综合整治的同时
对各河道的污水排口进行分流、截污，引
入污水管网，并依托街道大联勤、网格化
巡查，充分发挥街巷长职能，加强对街道
沿河餐饮饭店、洗车维修、经贸市场、涵闸
泵站、农业面源等各类污染源的管控。河
道蓝线范围内违建零容忍，结合水域岸线
管理保护要求，开展河湖乱占、乱建、乱排
专项整治，对河道蓝线 12 米范围内的历
史违建进行梳理清查，共清理拆除了 60
处，总面积约1.25万平方米，并对已拆除的
违建定期巡查，防止死灰复燃和新违建的
产生，有力推动河长制工作；畜禽污染零容
忍，将所有河道周边 500 米范围内划为禁
养区，对街道禁养区范围内的25家规模养
殖场实施全面取缔关停，有效地控制了河
道畜禽污染源。

江浦街道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切实抓好基本农田保护工
作，制止耕地闲置、抛荒。一是对基本使
用进行了定位、定量、定人的管理模式，每
村每社落实了责任人；二是确定基本农田
保护片、保护块，层层签订了基本农田保

护责任书，并将基本农田地块登记造册；
三是制订了完善的基本农田保护工作方
案，坚持一张图纸、一本册子、三块牌子、
五项制度；四是传达了耕地及基本农田保
护文件，做到责任明确，分组管理，有效加
强了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力度。截至目
前，江浦街道耕地面积 1243 公顷，2020 年
建设高标准农田 267 公顷，林地面积 1162
公顷，其中省级公益林 696 公顷，市级公
益林 466公顷，林木覆盖率 42.6％。

江浦街道推进矿山复绿和生态修复
工程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具体行动，是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和“回头看”整改事项的重要内容。
各部门及各施工单位切实提高站位，统一
思想，强化政治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
抢抓当前有利时机，进一步优化工程方案、
施工工艺和施工技术，加大人力、物力和机
械设备投入，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
全力加快工程进度，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
成矿山复绿和生态修复工程。截至目前，
江浦街道已完成长江经济带 10公里范围
内需整治矿山 2 处（马山矿、响堂西侧矿
坑）。10公里范围以外矿山 3处（珠江 1号
矿、珠江2号矿、银山矿旁废弃矿坑）。消除
安全隐患完成矿坑内回填土约 35 万立方
米，平整场地约8.72万平方米，清坡约10.5
万平方米；设置安全措施，完成防护栏 150
米，混凝土挡墙约150米，场地排水沟约3千
米，警示标识、安全标示宣传牌共计22个；
保证整治后绿化效果，完成复绿面积14.46
万平方米，种植藤本绿篱（爬山虎、凌霄等）
约 27.31万株，种植乔木（枫杨、枫香、高干
女贞等）约6300株。切实有效地落实好国
家节约集约用地的基本国策，促进了环境
保护和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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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责任，依法打击破坏生态
环境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履行
生态保护职责。南京市浦口区生
态环境局长期与该区公安分局、
检察院、法院之间就环境违法犯
罪案件线索移送、公益诉讼、生
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深入沟通，相
互配合，树立多赢、共赢的监督
理念，不断完善部门间的互学及
合作联动机制。

一方面与区检察院、区法院共
建“老山生态公益保护基地”“浦口
区法治教育基地”，为保护生物多样
性，加大环保普法宣传奠定了物质基
础。同时，充分运用环保督查职能，
督促相关单位全面依法履行生态保
护职责，通过协同保护，有力促进了
浦口生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
高质量建设“江北明珠”贡献环保力
量。

另一方面，为全面推进生态
环境修复，落实“环境有价、损
害担责”的原则体系，浦口生态
环境局先后办理了某电镀污泥危
废案、某企业非法排污案等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修复案件，在依法
对企业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让
企 业 承 担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责
任，通过土壤置换、增殖放流等
方式进行替代性修复，以弥补对
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

“两法衔接”及生态环境修复
工作的不断推进，既展现了浦口
生态环境局及公检法在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中的主动作为，又表达
了美好生态亟需全员参与的本质
诉求。浦口生态环境局将不断深
化环境保护工作，坚定履职，创
新举措，拓展保护范围，完善保
护形式，与多部门携手并肩，共
同为浦口生态环境资源的和谐发
展继续贡献力量。

近年来，浦口区委、区
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工作，全面落实 《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计划 （2011—2030年）》，不
断 加 大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力
度。一是坚持规划引领。加
强与国家、省主体功能区划
相 衔 接 ， 明 确 界 定 区 划 功
能，细化保护目标、重点和
措施，积极落实 《南京市生
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2010—
2020）》，构建了生物多样性
保护网络体系。二是严格生
态空间管控。加强对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重要湿地
等 生 态 红 线 区 域 的 管 理 保
护，划定森林公园、水源地
等 6 类 10 个生态空间区域，
约 占 浦 口 区 国 土 面 积 的
24%，充分保障生物多样性
保护所必需的生态空间。三
是营造良好氛围。大力倡导
节能环保、爱护生态、崇尚
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入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宣传报
道浦口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措 施 、 经 验 成 果 、 典 型 事
例，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
要意义、保护内容和法律法
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经过不懈努力，浦口区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现有陆生维管植物
980 种，陆生脊椎动物 162 种，
陆 生 昆 虫 219 种 ，水 生 生 物
391 种，大型真菌 141 种，共计
1893 种。全区生物资源得到
进一步丰富、群落结构得到进
一步优化。

2020 年 5 月，与南京林业
大学、南京市老山林场等相关
单位启动了“南京老山景区生
物多样性调查与研究”项目。
通过两年的调查，系统掌握了
老山景区动植物多样性信息，
尤其是区域珍稀濒危物种、保
护物种的种类、分布、数量等
现状，采集电子标本，建立相
关物种的名录和编目数据库；
与历史调查资料比较，深入分
析物种资源变化因素，评估主
要濒危物种和生态系统受威
胁状况，科学制定基于物种保
护的景区利用规划建议。

为全面构建老山生态保
护体系，浦口生态环境局、
浦口区检察院、浦口区农业
农村局等 11 个部门共同签署
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南京老
山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协作建
立南京老山生态公益保护基
地的意见》（下称 《协同意
见》），决定成立老山生态环
境 资 源 保 护 基 地 。 今 年 1
月，老山生态公益保护基地
揭牌。至此，一个以老山生
态公益保护基地为载体，以

《协同意见》 为框架，以联席
会议为平台，以两法衔接为
手段，以检察职能为保障，
从政府部门、属地板块、社
会力量三个层面构成的老山
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体系应运
而生，为这座“最美花园”
竖起制度保护的“绿盾”。同
时，老山生态环境资源保护
联盟也在积极探索经济发展
与老山生态的平衡，将绿水
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
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完成年
度考核目标，浦口生态环境局已
开展多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一是紧抓“道”与“非道”
达标排放。长效开展道路柴油大
货车和企业工地移动机械的尾气
排放管理。委托第三方继续开展
道路柴油大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油品和尾气抽检工作。截至目
前，共开展 40 次柴油大货车与
非道路移动机械专项执法，共对
1400 余台柴油大货车尾气排放
进行抽检，无尾气超标现象；共
抽检了 500 余台非道路移动机械
尾气排放，其中 13 台机械尾气
超标，已要求其限期治理；共对
12 台非道路机械使用油品进行
快检，有 2 例油品超标情况，已
将线索移交相关部门。

二是紧抓整治。利用环境影
响评价、污染防范治理等手段，
推进企业从源头使用低挥发性涂
料，实现了金浦利轨道、佳奇家
具等多家企业水性漆、水性胶完
全替代，亚翔衡器、骏驰铁路车
辆配件等企业一半以上达成水性
漆替代，规模较大的依维柯汽车
实现部分底漆水性替代；开展重
点工程项目梳理摸排工作。结合
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成果、日常
管理与执法情况，对全区所有企
业进行全面摸排，分别于今年 3
月和 5 月对全区 60 家涉及 VOC
排放的企业开展上门帮扶检查，
对 28 家企业下达污染防治意见
书 ， 并 梳 理 出 54 个 涉 VOC 项
目，截至目前，已有 49 个项目
完成整改，另有 5 个项目正按照
进度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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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保护 珍稀濒危生物再现

固辐专项整治 优化群众生活环境

大气污染防治 打赢“蓝天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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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湾湿地一角

美丽乡村——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西埂莲乡

珍珠泉秋色

滁河之春

永宁 污水治理重现“山青水绿”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启航之年。南
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早抓起，从实做
起，为建设“江北明珠”添砖加瓦，为完成全
年污染防治目标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保
障。

扎实推进水环境治理工作。一是巩
固区域内消除劣V类水体的成效，开展入
滁河排污口排查，建立入滁河排污口名
录，协助市、区生态环境局开展监测、溯源
工作，制定整治方案，推动整治工作开展，
建立入滁河排污口管理长效机制。二是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严厉打击污水偷

排偷倒行为，对因偷排偷倒受到处罚的企
业，不仅要其承担行政处罚，同时还要采取
放生鱼苗等修复生态环境的措施，对被损
害的生态环境进行赔偿。三是加强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监管，充分发挥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治污减排效益，实现行
政村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推进“设施+管
网”一体化运维管理机制，提高运行管理
水平。

广泛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提高居民保
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开展保护生态环境
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一系列宣传活
动，引导广大居民理解、支持、参与保护生
态环境的相关行动；利用二、三级环境监
管网格力量，全方位开展保护生态环境宣
传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主题活动，并
组织志愿者发放“一封信”等宣传资料，增
强居民的环保意识。

星甸 生态治理打造“最美花园”

星甸街道位于浦口区西部，面积 141
平方公里，辖 14个社区（村），人口 5.04万
人，辖区内有九峰山、赭洛山、驷马山和
驷马山河、滁河“三山两河”，山清水秀，
生态基础优良。被誉为“浦口十颗珍珠”
村庄的其中两个“九华茶坊”和“山贡里
人家（九峰山省级田园综合体）”依山傍
水，中央湿地公园和百子河生态修复区
坐落其中，是周边市民、群众享受农家
乐、生态休闲佳选之地。

近年来，星甸街道积极投身浦口“都
市圈最美花园”建设，大力推进生态环境
治理。以“环保管家”服务为抓手，梳理
辖区所有企业“涉气、涉水、涉废、噪音”
等情况，建立“一企一册”，以固定技术服
务团队，全方位为星甸环境风险管控、污

染物达标排放等提供服务，提升街道生
态环境保护风险控制能力。以“全面消
除劣V类水体”整治为抓手，推进“水体整
治、雨污分流、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
建设”等工作，提升水环境质量。以“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为抓手，推进“废
旧农膜回收利用、控制农药化肥使用、垃
圾分类收集处置”等消除农业、农村源污
染工作，提升土壤环境质量。通过一系
列的努力，2020 年，星甸街道荣获“第三
批 江 苏 省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乡 镇（街
道）”称号，星甸街道后圩村荣获“第三批
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社区）”称
号。

星甸街道将梳理存在问题，创新解决
方法，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打
造整洁优美、和谐有序的生态宜居“新星
甸”。

汤泉 优化环境助力“十泉十美”

汤泉街道南依老山，北临滁河。素有
“十里温泉带、百亩九龙湖、千年古银杏、
万亩苗木林”的独特景观，也是中国温泉
之乡和省级旅游度假区。

多年来，汤泉街道秉持“清净山水，品
质汤泉”的发展理念，多措并举推动生态
环境与群众生产生活协同发展，和谐共
生。

首先，坚持将环境提升作为投入重
点。汤泉街道 2020 年人居环境提升工作
涉及 8 个行政村，共计 79 个自然村组，其
中“宜居村组”13 个，“环境治理”66 个，总
投资数亿元。

其次，全力打造生态与人居协同发展
的新格局。推进高华边埂组等 13 个宜居
村组环境提升，优化美化村庄环境，实现

田园整洁、生产清洁，配套完善、生活便
利，山清水秀、生态优良。因地制宜做特
色空间以及水塘、庭院、巷道等景观节点
的打造。

再次，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更加科学和
规范。扎实开展高华费庄组等 66个自然
组农村环境治理，基本实现“五化”，即垃圾
减量化、污水资源化、厕所无害化、村庄美
化、配套标准化。村组实现面貌整体提
升，垃圾分类全覆盖，厕所改造完毕。7座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分布全街，及时准确
掌控环境空气质量。

当下，汤泉街道正凭借优质生态环境
这一新动能催动经济高效发展，打造温泉
民宿、冷泉开发观光带和田园风光带三大
乡村旅游产业，打造“十泉十美”特色产业
链，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群众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更加优良。


